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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宝山式斑岩铜矿的复合岩浆侵位

与复合矿化作用
·

张德全 姚志强 赵 玉明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床地质研究所 ,北 京) (黑 龙江省地质矿产局第三地质勘查所,齐 齐哈尔)

捉 要 :黑 龙江省多宝山矿田内,存 在着中华力酉早期、中华力西晚期和晚华力西期 3次 晚

碰撞 (造 山)花 岗岩类岩浆活动以及 3期 水热蚀变和 Cu(Mo)成 矿作用。这 3期 复合岩浆浸位和

与之相关的水热-成矿作用的n加 和改造,是 肜成多宝山式斑岩铜矿大规模矿石堆积的最主要原

因。

关铤词:斑 岩铜矿 复 合岩浆侵位 复 合矿化 多 宝山

黑龙江省西北部的多宝山地区,是 我国著名的斑岩铜矿产区。杜琦等[∴1曾详细报道过

多宝山斑岩铜矿床的地质背景、岩浆作用、水热蚀变及铜矿成矿作用,本 文则在前人(卜3]

工作成果的基础之上,重 点研究该地区华力西期与铜成矿有关的复合岩浆侵位及与之相关的

水热和矿化事仵,从 而提出复合矿化是造成该地区大型铜矿石堆积的主要机制。

多宝山地区位于古生代西伯利亚板块南缘的加里东-华力西造山带。巨厚的中奥陶统多

宝山组和铜山组火山岩,不 但预示了区域上加里东大陆边缘火山弧的存在[4·5〕,其 高含量的

铜,也 为华力西期铜成矿奠定了丰厚的物质基础㈦。

1 复 合岩浆侵位

多宝山矿田约有 1鸦 的面积为花岗岩类所占据,这 些侵入岩可划分为燕山期 (侏罗纪)、

印支期 (晚三叠纪)和 华力西期 (图 1)。 研究表明,华 力西期晚碰撞花岗岩类是与矿田铜

(钼)成 矿有关的花岗岩类。根据相对和绝对年龄关系,与 成矿有关的华力西期花岗岩类大

致可分为 3期 :中 华力西早期、中华力西晚期和晚华力西期。这 3期 岩浆活动常沿同一构造

部位 (北西和北东向构造的交汇处)反 复侵位,从 而构成复式侵人体。多宝山岩体、鸡冠山

岩体和跃进岩体就是典型的例子。

1.1 多 宝山岩体

多宝山岩体位于多宝山矿区,地 表出露面积约 9km2,呈 略作北西伸长的椭圆形 ,并 向

北西和南东方向伸出两条岩枝 (图 1)。 该岩体的主体由中华力西早期花岗闪长岩组成,该

花岗闪长岩侵人于中奥陶统多宝山组,5件 全岩样品的 Rb-Sr等 时年龄为 (⒛4.0± 3·8)×

1Ⅱ a(锶 同位素初始比值为 0,704028± 0.00OO31,MSWD=0.95),是 多宝山矿床 Cu(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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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体 的主要 围岩。北 西走 向、

出露面积仅 0.17km2的 中华力

西晚期花岗闪长斑岩 (全 岩 (

Ar年 龄 (283.1± 2,9)×

1o6驴 1〕
)侵 人于花岗闪长岩的

中部 (因 出露面积太小 ,花 岗

闪长斑岩未示于图 1中 )。 另一

个出露面积仅 0,07km2的 更长

花岗岩小岩株 ,则 侵人于该花

岗闪长岩的中心部位 ,野 外观

察表明,该 更长花岗岩切割花

岗闪长斑岩 ,且 获得 了 245×

1Ⅱa的 全岩 K-Ar年 龄数据[1],

表明其属睨华力西期 (由 于出

露面积太小 ,更 长花岗岩未能

示于图 1中 )。 近似 的矿物组

Sr、 Nd、 Pb同 位素地球化学特

征,表 明构成多宝山复式岩体

的中华力西早期花 岗闪长岩、

中华力西晚期花岗闪长斑岩和

晚华力西更长花岗岩是起源于

同一岩浆源区的晚造山 (碰撞)

花岗岩类●。

1.2 鸡 冠山岩体和跃进岩体

鸡冠山岩体、跃进岩体是

区内除多宝山岩体之外的二个

代表性复式岩体 ,它 们分别位

于鸡冠山矿点和跃进矿床范围内 (图 1)。 鸡冠山岩体的主体是晚华力西花岗闪长岩,它 呈

岩基位于矿田西部并侵人于石炭系,其 大部分延出区外,全 岩 K-Ar年 龄为 (244± 2)×

106a。 两条似斑状花岗闪长岩墙分布于鸡冠山岩体的东缘 (黑云母 K-Ar年 龄 (293± 3)×

106a,全 岩 K-Ar年 龄 (288± 3)× 106a),并 被前述花岗闪长岩基侵人。跃进岩体同样由中

华力西期早期似斑状花岗闪长岩 (黑云母 K-Ar年 龄(298± 5)× 106a)和 晚华力西期花岗闪长

岩复合构成一面积 1kln2左 右的岩株。

以K-Ar法 为主的同位素年龄数据表明,多 宝山矿田与铜 (钼 )成 矿有关的华力西期3

次岩浆侵位发生于:① 中华力西早期 304× 106a~290× 106a;② 中华力西晚期 283×

匹Ι卜匚Ι彐10匚互彐11匚Z彐12匚≡]3EZ△4z≡彐15匚≡彐16成,近似的常量、痕量元素和

图 1 多 宝 山矿 田地质略图

1一早自垩世陆相火山 沉̄积岩 ;2— 石炭纪陆相火山-沉积岩;3一 泥盆纪

海相沉积岩;4— 志留纪海相沉积岩;5一 晚奥陶世火山-沉积岩;6— 中

奥陶世火山岩;7一 侏罗纪花岗岩类;7一 印支期正长花岗岩;9一 晚华力

西期二长花岗岩;10一 晚华力西期花岗闪长岩;11— 中华力西期花岗闪

长岩;12— Cu(M° )矿 化;13一 矿产地;10一 成矿后断裂;15一 角庋不

整合;16— 片理化构造带。矿产地代号:◎ 一多宝山 Cu(M。 )矿 床;

◎一小弧山 Cu矿 点;0一 鸡冠山 Mo矿 点;⑩ 一南沟 Cu矿 点;0一 小

平山 Cu矿 点;⑤ -榛 子山 Mo矿 点;⊙ —锔山Cu(M° )矿 床;⑩ 一小

多宝山Cu(M° )矿床;① 一跃进 Mo(Cu丿 矿床;◎ —争光 Zn(cu)矿 点

摄

● 妩 志强、张德全、赵玉明,1995,黑 龙江多宝山地区寻找大型斑岩锔矿的研究,内 部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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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a;③ 晚 华 力 西 期  250× 106a左 右 。

2 复 合水热蚀变

与上述 3次 岩浆侵位相对应,多 宝山矿田内存在 3次 较大的水热事件。

2.1 中 华力西早期水热事件

该次水热蚀变环绕中华力西早期花岗闪长岩体产出,根 据岩体的深度相,形 成两种截然

不同的蚀变岩石组合和分带样式。其一是以小多宝山和多宝山花岗闪长岩 (中—深成相,等

粒结构)体 为代表,由 岩体内部的钠质蚀变 (钠长石化)带 、岩体与围岩接触带的黑云母化

蚀变带和边缘的弱青磐岩化带 (位于围岩—— 中奥陶世火山-沉积岩中)组 成;其 二是以鸡

冠山和跃进岩体 (浅成相,似 斑状或粗粒斑状结构)为 代表,形 成内部的钾化带和边缘的青

磐岩化带 ,强 烈的绢英岩化带和黄铁矿晕叠加于钾化带和青磐岩化带之间,从 而构成典型的

斑岩型蚀变分带。在多数矿区 (如多宝山、铜山矿区),该 期水热蚀变的产物多被后期水热

蚀变强烈叠加和改造。

2.2 中 华力西晚期水热事件

多宝山矿床中该期蚀变最为明显,它 形成典型的斑岩蚀变及分带[1〕。即围绕该期的花

岗闪长斑岩岩墙,形 成内部的钾硅化带、外缘的青磐岩化带和叠加于它们之间的绢英岩化

带。根据岩石组合,每 一个带可再分出多个不同的蚀变岩相o。 需要指出的是,中 华力西晚

期斑岩型蚀变的大多数岩相是叠加和改造中华力西早期钠化、黑云母化和弱青磐岩化蚀变的

结果,因 而显示出非常复杂的矿物组合和交代关系,从 而给新生矿物组合和残余矿物组合的

识别,带 来了极大的困难。

2.3 晚 华力西期水热事件

矿田范围内发育 6条 北西走向的弧形片理化带[1]。片理化带切穿花岗闪长斑岩 (283。 l

×1Ⅱa)但 被更长花岗岩 (勿5× 106a)所 穿切,表 明这些剪切构造形成于中华力西晚期之

后、晚华力西期之前。晚华力西期水热蚀变主要沿这些北西向弧形片理化带,形 成中心为钾

硅化 (表现为钾长石-石英细、网脉群及钾长石化脉旁蚀变)、边缘为绿泥绢英岩化 (绢 云母

石̄英和绿泥石-石英细、网脉群及绿泥绢英岩化脉旁蚀变)的 蚀变分带。这期水热蚀变在铜

山、多宝山矿床中极为明显,且 常叠加于前两期蚀变之上。K一Ar及 40Ar~39Ar激 光定年方

法[3〕所获得的这一期蚀变矿物钾长石、绢云母的年龄在 250× 106a~z0× 106a之 间,峰 值

年龄在 240× 106a,与 矿田范围内的晚华力西花岗闪长岩侵位年龄一致。

3 复 合矿化

与上述 3次 水热事件相对应,多 宝山矿田内存在 3次 大的热液矿化作用。中华力西早期

存在两种样式的矿化:其 一是小多宝山 Cu(Mo)矿 床,矿 体产布于黑云母化带,位 于岩体

与围岩接触部位;其 二是跃进和鸡冠山两处所见到的斑岩型 Mo(Cu)矿 化,矿 化体产布于

o 姚 志强、张德全、赵玉明,1995,黑 龙江多宝山地区寻找大型斑岩铜矿的研究,内 部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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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体内的钾化带和绢英岩化带。中华力西晚期主要形成斑岩型 Cu(Mo)矿 化 ,并 以多宝山

矿床最典型[1]。晚华力西期 Cu(M。 )矿 化以铜山矿床最典型,其 主要的工业矿体大都分布

于片理化带中,并 与钾硅化蚀变的关系最密切 ,钾 长石-石英-硫化物细、网脉 ,是 这期矿化

的主要特征。

复合矿化在多宝山矿床表明得最明显 ,其 主要证据是 :① 多宝山矿床的主矿体和主矿

带基本沿中华力西早期花岗闪长岩与中奥陶统多宝山组火山-沉积岩接触带 (后 者常显示为

顶垂体或捕虏体 )分 布 ,这 里常可以找到被交代残余的中华力西早期黑云母化蚀变和铁

(铜 )硫 化物 ,表 明该期蚀变和矿化曾经发生于这些矿体及附近;② 矿床中绝大部分矿体围

绕并产于中华力西晚期花岗闪长斑岩外侧的绢英岩化蚀变带中,并 有与我国绝大部分斑岩铜

矿相似的矿化特征[1〕,反 映中华力西晚期斑岩矿化是该矿床成矿作用的主体 ;③ 大部分矿

体和矿带严格受北西向片理化带的构造控制,在 空间上呈斜列式展布,并 与晚华力西期的叠

加蚀变相伴 ,显 示出晚华力西期构造-岩浆-水热蚀变和矿化作用对中华力西晚期斑岩矿化的

强烈改造;④ 复合型的流体包裹体特征:矿 床中石英 内流体包裹体存在富水低温型、含

CO2型 、富气相型及含 Nag子 晶的多相型四种类型相互伴生,这 是复合型流体特征 ,反 映

出 3期 矿化流体在温度 、压力和流体成分上具有较大差异 ,以 及不同的流体形成方式 (冷

凝、混合、沸腾趋势)。

4 讨 论和结论

多宝山矿床过去一直被人们认为是与花岗闪长斑岩有关的斑岩型矿床。现在的研究证

明,该 矿田内存在与华力西期 3次 岩浆侵位相关的 3期 水热-矿化作用,而 多宝山矿床则是

这 3期 矿化作用叠加和改造的结果,这 可能是导致多宝山和铜山矿床产生大规模矿石堆积的

重要原因。与世界上典型斑岩铜矿不同的是,我 国的大部分斑岩铜矿之铜矿体主要产于绢英

岩化蚀变带或绿泥绢英岩化蚀变带。而世界上典型斑岩铜矿的矿体主要见之于钾化带,那 里

的绢英岩化带只有强黄铁矿化,而 很少具铜工业矿体。近年来的—些放射性同位素测年结

果,已 显示出我国一些斑岩铜矿床中的蚀变绢云母和斑岩之间存在着较大的时差 ,这 就不得

不使人怀疑这些绢英岩蚀变和斑岩之间的成因联系。已有的勘查资料已显示出我国大多数斑

岩铜矿床内存在着复合岩浆侵位现象,因 此,复 合矿化也许并不仅仅存在于多宝山矿床之

中,它 可能也是导致其它斑岩铜矿产生大规模矿石堆积的重要因素。据此,我 们将多宝山铜

矿床的复合矿化称之为
“
多宝山式斑岩铜矿

”
的复合矿化作用,以 期引起人们对此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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